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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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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是高校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开放大学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服务事业发展需

要和师生档案利用需求的重要举措。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电话咨询等多种方式采集信息,

对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归纳出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存在体制机制不够

健全、基础建设不够到位、资源建设力度不够、服务利用仍需优化、安全保障有待完善等问题,提出创新体

制机制、夯实建设基础、加大资源建设力度、优化服务利用、完善安全保障等对策和建议,以此加快推进开

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更好发挥档案数字资源的作用。

关键词: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档案建设;档案安全

中图分类号:G279.21;G7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2)04-0037-05

  当今,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信息化浪潮席卷各

行各业,数字化已成为推进档案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

撑,档案事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2008年,
《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组织实施档案信息化

建设”“促进档案信息化建设与学校其他工作同步发

展”[1];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新增“档案

信息化建设”的规定[2];2021年,《“十四五”全国档案

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加快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信
息化与档案事业各项工作深度融合”[3]。可见,推进

档案信息化建设已成为高校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作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
特征”的新型高等学校[4],我国的开放大学(广播电视

大学)经过40多年的办学,积累了丰富的信息化经

验,在加快档案信息化、信息技术赋能档案事业高质

量发展方面理应走在前列。
近年来,档案学界围绕新技术的引进、应用、影响

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和研究,相关内容涵盖了主要的档

案业务工作[5]。根据在中国知网(CNKI)的检索数据

(时间:2022年5月1日),以“档案信息化”为篇名的

期刊论文7133篇、学位论文69篇,聚焦档案信息化

的总体规划、档案信息资源、数字档案馆、软硬件技术

应用、人才队伍建设等热点话题。但进一步梳理发

现,其中主题涉及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

育的仅4篇,第一作者单位为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

学)的也仅有43篇。可见,不论是档案学界还是开放

大学自身,对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的研究都极其匮

乏。另一方面,我国开放大学拥有1674.7万毕业

生、497.3万在籍生[6],具有办学层级多、学生分布

广、档案遗留问题多等特点,对远程化、信息化的档案

服务需求更加迫切。但在现实工作中,与开放大学

“互联网+大学”的办学定位相比、与海量的档案利用

需求相比,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还有较大差距,
相关研究还亟须加强。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深入

了解我国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

相应对策和建议,为开放大学提升档案信息化水平、
全面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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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现状调查

(一)样本选择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以全国开放大学档案馆(室)为研究对象,
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区域发展水平以及开放大学建设

成效等因素,选择10所开放大学开展问卷调查及统

计分析,以此了解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情况。

根据问卷编制流程,课题组编制了“开放大学档

案馆(室)信息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工具。
该问卷包括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顶层设计、基础设

施、信息资源管理、安全保障共5个维度、25个题项。
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开放大学档案馆(室)信息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主要内容

维度 题项数 主要内容

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 6 学校名称、年龄结构、性别比例、专业技术职称、学历、专业结构、专门机构等情况

顶层设计 4 领导重视、制定工作计划、专项资金、规章制度、标准体系等情况

基础设施 2 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刻录机及录音笔等基础设施的配备情况

信息资源管理 9
档案管理软件、档案目录录入和检索查询、纸质档案数字化、提供利用、同步归档、系统

对接等情况

安全保障 4 档案系统、数据安全保障等情况

  (二)问卷调查结果

1.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情况

在机构设置方面,6所开放大学没有专门机构负

责档案信息化工作。在专职档案工作人员数量方面,
专职档案工作人员人数在3人以下的有8所开放大

学,其中有2所开放大学仅有1名专职档案工作人

员,有3所开放大学仅有2名专职档案工作人员;人
数最多的有6名专职档案工作人员。在年龄方面,40
岁以上的占比56%,30~40岁占比37%,30岁以下

仅占7%。在性别方面,有男性专职档案工作人员的

开放大学仅有2所,共3人,8所开放大学无男性专

职档案工作人员。在技术职称方面,工作人员具有副

高级以上职称的开放大学仅有1所、共1人。在专业

结构方面,专职档案工作人员中有档案学专业背景的

开放大学有3所,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有2所,同时

具有档案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背景的仅有1所,同时

没有档案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背景的6所。在学历

方面,专职档案工作人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的占比

96%,但6所开放大学无硕 士 人 才,10所 无 博 士

人才。

2.顶层设计情况

在档案信息化是否得到校领导重视方面,80%的

开放大学校领导重视档案信息化工作;70%的开放大

学给予档案信息化专项资金支持,其中专项资金20
万以上的有2所,在10万到20万之间的有3所,5万

以下的有2所;80%的开放大学制定了档案信息化工

作规划,其中50%是初步的工作规划;70%制定了档

案信息化工作规章制度、标准体系,其中50%是档案

工作基础制度;校领导重视档案信息化工作,并同时

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制定工作规划和规章制度及标准

体系的开放大学有4所,占比40%。

3.基础设施情况

在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配备方面,开放大学档案

馆(室)均配备了充足的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扫描

仪等基础设备开展档案信息化工作,但照相机、移动

硬盘、录音机、投影仪、录音笔等设备并未完全配备到

位,其中5所开放大学档案馆(室)没有配备照相机、3
所没有配备刻录机、6所没有配备投影机和录音笔。

4.信息资源管理情况

在信息资源收集方面,只有2所开放大学实现了

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同步归档,其余8所仅收集归档

纸质档案,只有1所实现档案系统与 OA系统对接。
在信息资源查询方面,10所开放大学均配备档案管

理软件,其中8所是网络版,2所是单机版;4所档案

目录全部录入并且能够提供综合检索查询,6所档案

目录部分录入并且只能提供简单查询。在信息资源

利用方面,10所开放大学均未实现档案馆(室)全部

档案数字化,其中,7所部分数字化,3所未开展档案

数字化工作。在档案提供利用方面,7所开放大学提

供档案部门内部服务,3所提供校内网络服务,10所

均未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档案利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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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全保障情况

在档案信息化安全保障方面,5所开放大学没有

采取安全保障措施,5所没有专人保障系统安全,6所

没有专人维护档案数据库安全;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且

有专人保障系统安全和维护数据库安全的仅有3所

开放大学;没有采取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有3所。
综上所述,开放大学在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校领导重视档案信息化工作、
档案意识较强、纸质档案收集比较齐全完整、纸质档

案数字化基础设施配备充足等,这些都为档案信息化

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保障。但由于开放大学组织体

系性强、办学形式多样、学生群体庞大、管理平台众多

等原因,在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方面还比较缓慢。
二、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基于对上述10所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情况

的问卷调查,结合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电话咨询等多

种方式,梳理出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存在的五个

方面问题。
(一)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整体架构方面,由于对档案信息化工作重要性认

识不够到位,多数开放大学没有成立档案信息化工作

领导小组(或委员会)来专门负责档案信息化工作,学
校党委、行政定期听取档案信息化建设情况汇报的工

作机制尚未建立,档案信息化工作体系仍停留在起步

阶段。
组织结构方面,人员结构有待优化,专职档案工

作人员年龄、性别、专业结构不够合理,高层次人才和

复合型人才较少,无法为档案信息化建设提供有力的

人才保障。
外部协作方面,协同推进不够有力,档案馆(室)

与教务、科研、财务、学生、人事等有关职能部门在推

进档案信息化工作中分工不够明确、配合不够密切、
沟通不够顺畅,对档案信息化外包单位管理也需要进

一步规范。虽然多数开放大学制定了档案工作基础

制度以及档案信息化工作规划,但还不够全面系统,
需结合开放大学实际情况进一步修订完善。

(二)基础建设不够到位

多数开放大学配备了充足的用于纸质档案数字

化的加工设备,但用于声像档案、实物档案数字化的

加工设备配备不够齐全,档案数字化存储设备仍有欠

缺,虽然大部分开放大学都投入了一定的专项资金,

但与档案信息化的需求相比,资金投入力度还有待进

一步加大。开放大学信息技术优势在档案信息化网

络建设发挥不够明显,部分开放大学校园网建设相对

滞后,基于互联网的档案业务环境仍需加快推进。
(三)资源建设力度不够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多数开放大学重视纸质档案

的收集,但对电子文件的收集归档缺乏重视。档案系

统与电子公文系统(OA)、专项业务系统等的资源数

据对接、共享和可视尚未实现,主要表现为:档案目录

信息没有全部录入档案系统,馆(室)藏档案目录中心

数据库建设不完善;相关档案业务信息收集只是相互

孤立的条信息,没有形成相关面信息;馆(室)藏档案

数字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总体档案数据治理能力

有待提升,在推进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方面还需下更

大功夫。
(四)服务利用仍需优化

多数开放大学档案系统迭代更新不够及时,检索

功能只局限于基础检索,智能化、综合化、个性化检索

功能缺失,且开放大学体系内各级档案网络无法实现

互联互通,远程认证体系处于空白,档案数字资源无

法实现跨区域、跨部门共享利用。同时,服务渠道和

形式不够多样,档案资源服务利用主要依赖于档案部

门人工查档和校内网络服务模式,基于互联网和微

信、微博等移动平台开展档案查询利用方式还未建

立,尤其是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师生员工

足不出户在线查阅利用档案的需求日益凸显。
(五)安全保障有待完善

大部分档案信息化机构没有专人保障系统安全

和维护数据库安全,档案在信息化及后期管理过程中

存在一定的失密、泄密风险。多数开放大学制定了针

对实体档案安全的应急预案,但缺少对档案信息安全

方面的保障措施,防范和抵御档案信息安全风险意识

薄弱。
三、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对策

(一)创新档案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

创新体制机制,是推进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

的内生动力。开放大学需健全组织架构,成立档案信

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对档案信息

化工作的总体设计[7]。同时优化完善校内各部门协

同共建、协同共享机制,强化外包单位管理,相关单位

各司其职,逐步形成“科学规范、分工明确、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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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序”的档案信息化工作机制。更要健全人才保

障机制,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增加专职档案工作人员,
不断优化档案工作人员性别、年龄、专业以及学历等

结构,强化业务培训,切实提高综合素质;加大复合型

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充分发挥开放大学人

力优势,促进人才跨部门流动。扎实推进档案制度建

设,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可操作性强的档案制

度体系[8]。
(二)夯实档案信息化建设基础

基础设施是开放大学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前

提。开放大学应进一步优化档案信息化硬件设施,加
大资金投入,配备充足的档案数字化加工和存储设

备,以满足不同载体档案数字化的实际需要,统筹设

立档案信息化专项资金,将其列入学校年度财务预

算,确保档案信息化工作与学校业务工作、智慧校园

同步建设、同步发展;充分发挥开放大学的信息技术

优势,积极推进档案信息化网络建设,加快构建基于

互联网和移动端的档案业务环境。按照全国档案事

业发展规划以及各省级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目标要

求,结合开放大学实际,制定完善档案信息化工作规

划,增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前瞻性和统筹性。
(三)加大档案资源建设力度

档案资源建设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开放

大学教学、教务、科研、办公等管理平台众多,各类数

字档案、电子公文分散于不同平台。要加强电子文件

移交、接收工作,完善电子文件收集归档机制,逐步推

动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由以纸质档案为主向以档案数

字资源为主转变。重点做好档案管理系统与电子公

文系统(OA)、专项业务系统等的数据对接和信息共

享,实现档案全生命周期管理,避免多头收集、重复收

集。大力推进档案目录中心数据库建设,完善关键数

据信息,提升档案数据治理能力,使逐条的档案业务

信息转变为系统的档案数字资源。同时推进数字化

档案全文数据库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档案存量数

字化、增量电子化工作,切实提高馆(室)藏档案数字

化率。
(四)优化档案服务利用

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中,档案工作的业务重点主要

着眼于档案资源的利用[9],这是开放大学档案信息化

的根本目的。开放大学要尽快配备网络版及移动版

档案管理软件,优化档案检索功能,推进档案检索功

能由基础检索向智能化检索、综合化检索和个性化推

荐检索方向发展[10]。利用开放大学办学体系优势,
探索建立开放大学档案合作联盟,实现国家开放大学

体系内各级档案网络互联互通,促进体系内教学类、
学籍类档案远程共享利用,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推进档案资源利用网络化[11],积极开展互

联网和微信、微博等移动平台档案查询利用。拓宽档

案资源利用支持服务渠道,构建精细化、智能化运维

服务知识库,实现私信、短信、微信“三位一体”的档案

利用支持服务体系。同时做好与政务系统、全国档案

查询利用服务平台的对接,实现资源共享,使师生员

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在线档案利用

服务。
(五)完善档案信息化安全保障

档案工作的安全底线,直接关系到档案信息化工

作的可持续发展和档案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开放大

学档案馆(室)应从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高

度把档案信息化安全工作抓实抓好,要坚持“安全引

领、管理科学、保障有力”的工作原则[12],完善档案信

息安全工作运行机制,使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系统与其

他信息系统有效隔离,提高档案信息化软、硬件设备

的安全水平,加强对档案数据备份的安全管理。严格

执行档案信息安全保密制度,对给开放大学提供档案

信息化外包服务的公司实施监管,确保档案在信息化

及后期管理过程中不失密、不泄密。制定和完善档案

信息安全应急预案,强化线上线下安全培训、应急培

训和处置演练,确保责任到人,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突

发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四、结语

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是开放大学适应新时代档

案工作的必由之路,也是开放大学利用先进技术手段

服务事业发展需要和师生档案利用需求的重要举措。
但是档案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和系统工程,开
放大学必须进一步认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
建立健全档案资源利用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档案信息

共享服务能力,更好地发挥档案数字资源的作用,切
实提高师生员工的档案利用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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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ArchivesInformation
ConstructionintheOpenUniversity

LIUL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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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archivesinformationisaninevitabletrendinthedevelopmentof
archive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anditisalsoanimportantmeasurefortheopenuniversitytouse
advancedtechnologicalmeanstoservetheneedsofcareerdevelopmentandtheutilizationofteachersand
students’archives.Thisstudycollectsinformationthroughavarietyofways,suchasthequestionnaire,field
investigation,symposium,telephonecounselingandsoon,conductstheempiricalanalysisonthearchives
informatizationconstructionoftheopenuniversity,andsummarizesthatthesystemandmechanismofthe
archivesinformatizationconstructionoftheopenuniversityisnotperfect,the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is
notinplace,theresourceconstructionisnotenough,theserviceutilizationstillneedstobeoptimized,and
thesecurityguaranteeneedstobeimproved.Therefore,thispaperputsforwardsomecountermeasuresand
suggestions,such as innovating system and mechanism,consolidating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strengtheningresourceconstruction,optimizingserviceutilizationandperfectingsecurityguarantee,soasto
speeduptheinformationconstructionoftheopenuniversityarchivesandbetterplaytheroleofarchival
digitalresources.

Keywords:openuniversity;archivesinformatization;archivesconstruction;archives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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